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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甘肃民间美术之美

甘肃的民间美术基于农耕文明的历史背景以及其所创造的精神内涵，在它的审美意蕴中较为突出地体

现了 种艺术发生时期的造物观念与生活原型的意义，最实际地体现了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是对现实的

补偿和对理想的抚慰。民间美术的审美意蕴不是纯粹的艺术审美创造，而是假借艺术创造来表达人们对生

活真诚的、实在的、执着的追求的方式。

1、甘肃民间美术的审美特性

甘肃是周人祖先与秦人祖先的发祥地，是戎、民、羌、匈奴、吐蕃等古老民族的居住地，也是中国历

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文化垦殖和古代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之 ，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认知是与人的味觉快感相联系的。许慎〈说文解字》注释 "美，甘也，

从羊从大。羊在六畜给主膳也。甘，美也，从口含 。"这便揭示出以味为美的起源观。这种最初对

美的认知是从身体感觉的对象中所触发的，其实质内容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某种契合人意的事物，

意味着对人生价值的体悟。甘肃民间美术的审美观念更多地继承、保留了这种传统审美意识的原始意义。

由"吉祥"派生出的种种美好祝愿，成为甘肃民间美术长河中的主流追求。

甘肃传统农业社会在历史发展中是靠"天"吃饭的。因为天灾人祸等因素时常困扰着我们的先民，由

于历史局限着人们渴求幸福的心灵，所以先民对切身利益的需求，必然成为个体行为参与社会活动的首要

目的。由"如意"引申出的种种渴求祈愿，赋予甘肃民间美术千古不灭的生命力，使它更利益化地钟情于

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关照。不难看出，以人生的切实需求为目的的民间文化观念，以及衍生出的功利主

义色彩极强的审美思想，就自然地成为甘肃民间美术中审美价值尺度的核心。人们把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或渴求实现的生命要求，诉诸于 种精神的模拟形式，通过寻求替代实现追求和满足。

当然，甘肃民间美术的审美特性所表现出的功利倾向是以善为本的，这是 种精神性的物化转换。在

民间美术的各个品种中，对吉祥、如意的祈求和对生殖、生命的渴求无处不在，老百姓总是用善的正面形

式来揭示或寄托对美的追求。在民间美术的审美理想中，求生、趋利、避害的功利意愿始终贯穿在其发展中。

那种以门神镇宅辟邪，借财神广开富源，做纸扎抚慰亡灵，用泥娃求宜子之祥，包括人生礼俗、上梁立柱

等审美活动，都坦率地表达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善意祈求。这种精神、观念上趋利避害的功利追求，通过

各种恰当的审美形式表达出来，使参与或受众群体的功利意愿得到 种意念性的满足，从而获得 种自我

肯定。这种形式特征具体表现在构图饱满对称，造型完美，色彩鲜艳，气氛热烈，工艺自然等方面。

2、甘肃民间美术之美

1\闹革幸崎遥型且L

甘肃传统的民间美术，是以华夏民族传统的文化构架为基础，是在民间美术所特有的审美理想 51导下

的 种相对稳定的"心源"传达。其造型语汇具有直接特定的精神功利性目的，并在造型过程中强化了形

象的意念性，是对主观唯我的心灵照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 ，民间美术的造型观念深刻地体现了"天人合 "的古典哲学思想。这种造型观念高度地肯定了

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的内在统 性，将自然认定为内在于人的存在，同时也将人认定为内在于自然的存在，

使主客体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可以自由地对人的审美感受用比兴的象征手法，在物我之间进行目的性的

同时又突破常规的价值创造。比如用葫芦、莲子、石榴等自然物作为多子多孙的比附，用鱼、龟、鹤、松、

桃等自然物作为重生利命的象征，喜上梅(眉)梢、马上封猴(侯)、莲(连)年有鱼(余)等自然物被赋



予吉祥如意的祈盼，两只碗代表阴性和阳性，两碗相扣表示合查之意。

在民间美术造型理念中，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似乎都关联着某种特定的寓意，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

实践有着某些利害关系。于是，那些自然现象，在长期的类比推衍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被模糊化或丧失了

其本原的性质，而被演变成 种相对稳定、约定俗成的观念性符号，成为老百姓极易解读的视觉艺术语言

而被家喻户晓。

其二，民间美术的造型原则具体地体现了传统民间文化观念中的太极阴阳学说。这种造型原则讲究求全、

求大，忌讳残缺不全、形单影只。在民间美术具体的造型中表现为硕大丰满、完整团圆、对称偶数、黑白辨证、

阴阳相守、动静结合，合情合理地将自身求生、趋利、避害等重生利命的主观需求，在和谐统 的美学境

界中被寓意化地诠释出来。比如 门神、泥人等人物造型头大、眼大、体E页，寓意大吉大利龙凤对

鱼" "比翼鸟" "并蒂莲"等的对称偶数，即成双成对寓意美满幸福川鱼钻莲" "凤穿牡丹" "狮子贯钱" "鹰

踏兔"等生殖隐语，即阴阳活力贝IJ被表示为生命永续。

在民间美术造型中，不仅赋予自然万物以人格化的灵性，还被创造出富有美学特色的程式化图式，使

百姓无须挖空心思地苦思冥想，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心领神会其深刻的内涵和美好的寓意。这种在传承中逐

渐稳定下来的程式化格局，并不约束民间艺人个体的个性化、艺术化的创造，反而使创作主体既不穿越传

统的约定俗成改变其形象寓意，又使主体审美情趣得到充分地满足。

其三，民间美术造型形态是不受时空常规制约的。创造者们的作品不是简单拷贝用眼睛所观察到的物象，

他们不仅能够将 个物体的几个特征同时在 幅作品中表现出来，还特别善于从多角度去理解几组不同事

物，并将它们的特征在同 画面中进行综合表现，把物象之间所占有的时空体验尽情尽兴地组合起来。比如

打腰鼓的人有三头六臂、七八条腿 1 侧面头像画着正面的眼睛(被民间称为"五分险" )，把山前山后的动

物、植物以及人物形态平铺在 个画面空间里，把 个人从早到晚的劳动、生活场景组织在 个画面空间

里，把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象统在 个画面空间里。这种打破时空概念的表现方式，是通过对物象实

际接触后所获取的多方面由表及里的感性理解，以"平面"表现手法被肯定下来。这种表现手法可以解决

多维感受的特殊格局难题，为大千世界丰富多样的物象相通、相融、置换等开辟了和谐、理想的艺术空间，

反映在作品中既耐看又经得起品味。

有些学者从造型艺术特点的稚拙感、夸张性、绘画方式和求全求美等方面对民间美术作了研究，认为

民间美术和儿童美术二者之间在文化心理、符号表述与艺术特点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把它等同于儿童

绘画。然而，这两种来自不同群体的美术形式，其造型理念与造型方式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如果我们

仅仅从形式构成的相似和以天真、稚拙为表现手法等方面，把它同于儿童美术将是大错特错的，这里存在

着认知方式的差别。在民间美术中，艺人们非常清楚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懂得艺术创造的主动性和能

动性，对自己要表达的事物有着明确的认识。民间美术之所以把心理认知与客观现实模糊起来，是为了实

现精神功利和目的性的有效表现。

~I咱盖幸崎色彩且

在民间美术作品中，对色彩的运用同民间美术造型的整体理念是 致的，也与自然世界的物象是相关

联的。民间美术延伸、拓展了设色的内在性质，使色彩 致，成为特定的、观念性的附会和南代。也可以说，

民间美术的色彩视觉涵义，已被转换成 种特殊情感的文化理念。在这里，色彩不以"物理光源色学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因素为视觉依托，而是仍然以表达求生、趋利、避害等目的性的功利意义为根本的色彩寓意，其中包含着

丰富的社会含义。

首先，民间美术设色具有特定的象征性寓意。古代先民曾从自然万象和规律的色彩变换中获得了五种

基本色相，即青、赤、黄、白、黑，并体会到这五种颜色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有着这样或那样的

利害关系。五色是被视作特定观念的局代，后又随着五行学说的产生而发展，五色与五行(水、火、木、金、

土)、五方(北、南、东、西、中)、五性(智、礼、仁、义、信)、五态(恐、喜、怒、忧、思)、五气(寒、

热、风、燥、湿)等成为构架世界秩序的整体系统，既丰富又稳定。

在民间美术的设色运筹中，色彩被转换成逻辑推理的方式和思维认知图式的 致性，是"心象"的印证。

其次，民间美术用色在不违背色彩文化的象征寓意的同时，又特别讲究色彩的视觉美感，极其重视色

彩的视觉心理效果。民间艺人们是通过对色相的联想和大众化心理情感的要求，来选择使用色彩的。艺人

们根据百姓的生活态度、价值标准、审美情趣，把用色经验编汇成浅显又深刻的色彩口诀，如"红红绿绿，

图个吉利红搭绿， 块玉红间黄，喜煞娘红配蓝，猪狗嫌"等等。不难看出，老百姓是依据

自己的切身利益去理解色彩的，民间美术的色彩感应是对吉凶祸福的对应，色彩的主观反映是积极、欢庆、

吉祥的。所以，用色艳丽、浓烈、鲜明是民间美术遵从的色彩风格，使色彩红火热闹和喜瑞吉庆成为民间

美术尊崇的色彩品质。比如 年画用色热烈、明快，剪纸用色浓丽、鲜艳，玩具用色明亮、轻松，道具用

色粗矿、质朴等。

总之，民间美术用色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表现的是心灵的真实，是生命的长青。当然，随着宫

廷美术与文人士大夫美术的形成、壮大，也不断影响着民间美术的用色，使其更加丰富，如强调用色的协

调和素雅。

~I咱盖幸崎，$..毛且L

甘肃民间美术是直接产生于人民群众生活中的艺术。所以，长期以来民间美术的工艺制作大都紧贴基

层现实生活，不仅是为了满足百姓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为百姓提供物质性的服务，使其成为了人们现实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东西，但老百姓更喜欢以美

的正面形式来揭示或寄托对美的渴求。在工艺制造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凄惨、凋零、悲哀、房弱的形式。

百姓更乐于通过对美正面的肯定来表现主体的目的价值功能。在此，中国古代"天人合 顺其自然"

的文化观念又 次显示出它的光芒。

甘肃民间美术的工艺之美是确立在人与自然、自然与材料、材料与技术的连续关系之上的。这种关系

也是人对生活进行改变的需要，是人类所有目标行为的动力。

首先，大自然丰富的物象及其不间断的时空变换，制约或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人们便以人格化的

力量对自然加以同化，赋予自然物象以生命和灵性，从而使动植物以及天文气象与人的理想愿望和谐 致，

对自然的"观物取象"让民间美术有了取之不尽的工艺造型元素。

其次，自然界又是工艺材料的创造者。大自然丰富多彩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神奇地造化出五花八

门的材料机能，这种天设地造的材料机能对于特殊工艺性的完善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以农业为主的家庭式

手工业自然经济体系中，大自然成为工艺材料用之不竭的天赐宝库。与此同时，再由材料的机能来造就工

艺技术的实施方案，创立了"就材加工因材施艺量材为用物化创造"的造物理念。这种选材

用料的方式独树 帜，成为 套完善的重体悟、童和谐、重应用、重技艺的民间工艺科学体系。勤劳而善

良的劳动人民凭着心灵手巧就地取材，把 切真情美意都物化其中。

甘肃民间美术是经人文思想、伦理观念反复陶冶出的世界观的反映，在世代的继承与创造中，不断推

陈出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美。这些作品的造型、色彩、工艺来源于实际生活、服务于实际生活，是

生活的 部分，同时又美化了生活，提高了生活的情趣和格调。



第章甘肃剪纸艺术 愈

第一章甘肃民间剪纸艺术

一\甘肃民间剪纸的历史渊源及发展

1. 我国民间剪纸的历史

剪纸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古称"剪彩(撩)"民间称之为"剪纸" "较

花" "窗花" "花儿"。剪纸按照使用的时间、场合、功能的不同，大致分窗花、

喜花、礼花、头花、饰花等。在众多的民间工艺中，民间剪纸艺术是我国古老的

传统民间艺术，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剪纸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较早，在西周初期就已具备雏形，这主要与祭祀、巫术、

占|\活动有关。当时的剪纸基本是用刀在一些薄形材质(如骨片、木屑、兽皮、

树皮、树叶等)上的刻削和雕琢，剪的成分很低。在 1950 年-1952 年发掘的河

南辉县固用村战国墓葬中，曾出土过类似剪纸的楼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恨宿;湖

南长沙黄泥矿也曾有晋代的楼空刻花金片装饰物出土，其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已

形成剪纸艺术的前身;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也出土了五幅北朝团花剪纸。(图

1-1 )为 1959 年在新疆高昌出土的北朝《对马》团花剪纸残片，是中国出现最早

的剪纸物证。

干~{搜神i己} r书记载"汉武帝时，幸李夫人，夫人举后，帝思念不已。

方士齐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巧夜施惟帐，明灯烛，而令帝居他帐遥塑之。见美

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还帽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悲感，为作诗曰:‘是

耶?非耶?立而塑之，偏炯娜，何冉冉其来迟令乐府i者音家弦歌之。"这是

关于剪纸的最早记载，后人常常将此典故作为剪纸的来源。

魏晋以后"楼金剪纸"风俗盛行，唐代段成式在《西阳杂组》中曰"立春日，

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帽，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唐代诗人李商隐《入

日 &P事》诗中有"楼金作性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之句，记录了最早期的剪

纸艺术活动。

在汉唐时代，民间妇女即有使用金银泪和彩自剪成方性、花鸟贴于鬓角为饰

的风尚。在 1963 年-1965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盛唐至中唐墓葬中出土的"人性"

剪纸，似为寓意招魂所用的七枚正面站立人形剪纸;在 1973 年西安出土的皮革

中自子都有剪纸图案工艺的应用。后来逐渐发展，在节日中用色纸剪成各种花草、

动物或人物故事，贴在窗户上(叫"窗花" )、门帽上(叫"门签" )作为装饰，

图 1-1 对马

图 1-2 对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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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件为礼品装饰或刺绣花样之用的。

探索剪纸的历史不能以今天 "纸"的概念来诠释它。 南朝梁人宗↑禀在《荆楚

岁时记》 中记载 "正月七日为人日 。 以七种菜为羹 ， 剪彩为人 ， 或楼金酒为人 ，

以帖屏风，亦戴之以头鬓，亦j革华性以丰目i量，登高赋诗。 "说明剪纸不只限于"纸"

这一种材料为加工对象。 当"纸"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剪"自"、剪"锦"、剪"金

属" 已是寻常可见了 。

而真正意义上的剪纸产生 ， 是在汉代以后，也就是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后。

随着既轻又滑、又润且薄的纸的广泛应用 ， 剪纸成为一种时尚、 一种情致 ， 由文

人士大夫阶层慢慢走人民间，扎根群众生活。 随着剪纸在民间的普及 ， 为剪纸艺

术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作空间，实现了由小众雅趣向大众文化的变身，

最终成为劳动妇女展现自己心灵手巧、表露内心情感、寄托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

种艺术手法。

1959 年在我国新疆高昌故址出土的艾物中 ， 发现了南北朝时期的《对马 ~ ~对

猴~ ( 图 1-2) 团花剪纸f乍品 ， 其表现手法已相当成熟，并且已经过漫到了纸质。

在我国 ， 真正意义上的剪纸源于魏晋，而诗歌鼎盛的唐朝则是剪纸繁荣的时期，

当时关于剪纸的诗歌层出不穷。 崖道融留诗"欲剪宜春字， 春寒人剪刀 " 诗

圣杜甫《彭衙行》有"暖汤程我足，剪纸招我魂"诗人李远还在《剪彩》诗中

写道 "剪纸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双双御绞鸟， 两两渡桥人。叶逐金刀出，花随

玉T旨新。愿君千万岁 ， 无处不逢春。" 这说明 ， 剪纸艺术在不断的发展中为诗歌

的创件提供了更多的题材 ， 并且向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 ， 逐步普及到千家万卢。

从宋朝开始关于剪纸的记载已经很多，也有了专业剪纸的民间艺人，甚至出

现了古代剪纸艺术收藏家 。 元朝余姚人 ( 今浙江)岑安卿在其所著的《丰号楼山人集》

中，记载有林希逸的《题张彦明藏剪纸惜花春起早图~ ，诗中咏道谁将妙意

寄主巧， 1莫藤雪莹金刀/卜 。 丹青退舍松梅苦，剪出夭真数分秒。 "此i寺反映了元

代就有珍惜民间艺术不着丹青墨色，也能创性出"惜花春起早， 爱月夜H民迟"的

美妙意境。南宋周密所著 《志雅堂i寺杂钞》中写道 "旧都哭衔， 有剪诸色花样者 ，

极精妙。 又中原有余承志者 ， 每剪i者家书字，必专门。其后有少年能干衣袖中剪

字及花朵之类，极精工。 " 宋代还兴起将东汉天师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挂在门上，

或插在头鬓上以法除毒气、毒虫的风俗。 宋代将剪纸用于吉州窑的瓷器上，是工

艺装饰的一个重要创造，即把众多造型活泼、生动的凤凰、批丰巴、梅花和吉祥文

字的剪纸纹样贴子瓷器表层，人窑烧制后而呈现图案，山西出土的南宋印花布也

是用楼花纸板刮桨启仿染得到的。

元代大德年间 ( 公元 1297-1307) ~乐清县志》对元宵佳节的情景是这样描

述的 里社笙歌达旦 ， 通衙剪彩为众共赏 ， 与民同乐。 " 这一时期曾出现了一

种巨型龙灯船，船身运用数百个神话故事、戏曲人物的剪纸来装饰，这为剪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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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手口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这一时期，

剪纸艺术相继流传至中东及欧洲。

明朝时的剪纸艺术已经非常流行，上至官邸，下至

民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庆相结合。当时很有名的

被现代人称为"走马灯"的"夹纱灯"是剪纸工艺在

日常生活中的又一应用，即将剪纸夹在纱中用烛光映

照出不同的花纹，图 1-3 为夹纱灯。章给《吴兴旧|司补》

记载沈习习窟，长兴(浙江)人，寄居青镇，善画，

装夹纱灯尤精致，其人物花鸟，俱有飞动之势。"

这种夹纱灯用剑纸剪成花、竹、鸟、禽之状，接着

晕染轻烟浓雾，再熔蜡涂染，继之用轻纱夹之，映日

贝U光明莹彻，映灯贝iJ'l克在雾中。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折

扇剪纸艺术。 1965 年在江苏江阴出土了一把明代折扇，在素色扇面的双层纸间夹

着一幅写意意味浓郁、精美细致的深色《梅花报春图》。另据记载，著名的佛山

剪纸在明代已经享誉海外，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

清代是我国民间剪纸艺术的鼎盛时期，此时的民间剪纸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

的境界，井大步踏进了皇宫内室，在皇帝的寝宫里、生日宴会上，都出现了剪纸

的身影。那个时期还出现了窗花、礼花、灯花、墙花等，使得民间剪纸的题材更

加丰富多彩。

民国时期我国的民间剪纸传到了日、美、法等十多个国家，剪纸图片也出现

在日、欧、美等国家出版的画册上。

抗战时期的民间剪纸作品，出现了大量反映抗战和革命生活的题材，诸如《学

文化p {识字 p {民兵 p {织布 p {纺线线 p {送来良》等剪纸作品都是在国家存

亡之际创作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古

为今用"和"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这时候的剪纸艺术打破了过去装饰点缀的

使用范畴。

1949 年以后，许多剪纸作品开始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映工农兵

的生活，广泛应用于单幅画、文艺作品插图、连环画、斗主辛苦装帧，邮票、刊头尾

花等各个方面，备受群众喜爱。电影剪纸动画片《红军桥 p {鱼童》等作品的面

世更加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使得剪纸艺术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2 甘肃民间剪纸的历史

甘肃民间剪纸由来已久，很多史料就记载了庆阳剪纸的发展。早在汉代，随

着造纸术的发明，用纸剪人影像以代活人的剪纸艺术就开始了。到了隋唐时代，

剪纸用途进一步拓展。每到春节，人们用纸剪出武将秦琼、敬德的形象贴在门上

作为门神，桂邪挡鬼。此后，剪纸艺术不断衍变，题材不断拓宽，用途不断增加，

图 1-3 夹生!、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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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宫廷桂邪走向民间生活。庆阳f乍为当时的京能之地， 是剪纸艺术最先兴起的地

区之一。 后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 剪纸不断发展成熟。 1930 年，庆城县妇

女胡仙川创作的剪纸作品《五福捧寿图》在《波兰画报》上发表，庆阳剪纸首次

走出国门。 1942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专业人员对庆阳民间剪纸进行过搜集整

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古元借鉴庆阳剪纸，创作了很多珍贵的木刻。

这些木刻又影响了庆阳剪纸， 1吏庆阳剪纸有了新的提高。 1959 年庆城县编印了《庆

阳民间剪纸》 一书 ， 在西峰召开的全国群众美术现场会上受到了专家们的喜爱和

好评。 1985 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王光普的《陇东民俗剪纸 ~ ， 再次把庆阳

剪纸介绍给全国 。

剪纸在甘肃是普及程度较高、群众基础较为深厚的一种传统文化载体。 剪纸

在甘肃分布很广，从东到西遍布全省各地。 陇东、陇南、陇中以及河西走廊的广

大农村 ， 剪纸活动非常普及，几乎家家卢卢都有剪纸能手。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逢年过节 ， 娶媳嫁女，满月祝寿 ， 农村妇女们既要打扫庭室、楼糊墙壁 ， 又要执

剪较纸，制f乍窗花。 在窗本匡、炕圈、墙壁、门扇上贴上红红绿绿的各种剪纸，把

自己的居室打扮得五彩缤纷、红红火火。剪纸在甘肃如同五谷杂粮一样必不可少，

哪里有人佳，哪里就有剪纸。特别是在陇东黄土高原，人们世代居住在黄土窑洞里 ，

由于其特殊的构造方式和地理特征，室内缺乏楼室的明亮与奢华。 所以，爱美的

当地居民用剪纸作品来装扮窑洞，剪纸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形式融人到人

们的回常生活中 ，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1本现了陇东地区的民俗风情和深厚的历

史人文底蕴 ， 成为当地民俗艺术的一大特色。

在甘肃 ， 许多精美的剪纸件品 ， 大多出自农村劳动妇女的双手。 她们受环境

的影响，从小就操起剪刀，向祖母、母亲学习，向邻里的剪纸能手i寸教，而长辈们、

姐妹们在农闲时聚在一起，相互请教，传授剪纸技艺， 共同提高。 这项民间艺术

就这样婆传媳、母教女，世代相传、绵延不衰，并且在传承中融人了当地的民风

民俗 ，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庆阳剪纸、会宁剪纸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 渭水剪纸、瓜州剪纸、通渭剪纸、敦煌剪纸、华池剪纸

也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

二 、 甘肃民间剪纸的风格

中国文化受地域环境因素的影响，自古就存在"北雄南秀"的区别，中国民

间剪纸也不例外。 所以，在中国民间剪纸的风格研究中，把中国剪纸分为南方和

北方两种风格。 南方剪纸以"精致"为美，雅致见长，讲究玲珑剔透，细腻写实 ，

剪纸技法以"阳剪"为主 ， 多以"月牙形"配"锯齿形"线条纤细!而畅 ; 而北

方剪纸以朴实生动为美 ， 生活气息浓郁， 其特点是天真浑厚 ， 粗1广写意 ， 质朴夸

张， 剪纸技法大多运用大块面，以 "阴剪" 为主。 郭沫若先生曾将南北方剪纸的

风格特点说得非常清楚 曾见北国之窗花，其昧天真而浑厚。 今见南方之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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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剔透得未有。一剪之巧夺神功，美在人间永不朽。"

甘肃民间剪纸属于北方剪纸风格。但由于甘肃省南北扁平、东西狭长，犹如

哑铃状;地貌复杂多样，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等交错分布，地

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所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但决定了甘肃民间剪纸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风格特佳，它较北方剪纸的代表 陕西民间剪纸更为古朴粗

j广。

甘肃剪纸造型以简洁见长，艺术风格淳朴浑厚，表现形式为窗花、灯花、顶花、

喜花、鞋花等多种，手法上也有单色、染色、剪绘、套贴和烟熏之分。

从宏观上按地域可以将甘肃民间剪纸划分为三个区域，即以庆阳、平凉为中

心的甘肃陇东剪纸，以夭水、定西、兰州、|为中心的甘肃陇中剪纸，以张掖、敦煌

为中iL，、的河西剪纸。

陇东地区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深厚的传统民俗基础，

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处于交通落后、信息封闭、工业化

相对滞后的状态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保存得相当完美的传统民俗文化空间。特

殊的地理、历史条件造就了甘肃陇东剪纸古拙奔放的风格特佳，是目前甘肃民间

剪纸最活跃的地区。陇东地区的民间剪纸在本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风格差异，

其中东部和西部山区的剪纸风格原始粗j广，形式较为简练，题材多飞禽走兽和家

畜家禽;中部平原地带的剪纸中，民间故事、四季花卉等内容有所增加，风格较

为华丽。

陇中地区位于渭水两岸，这里地势较为平坦、交通便利，自古是土地精耕细

作之地，商贾兴盛，文化发达，社会规范的无形影响使得这一地区民间剪纸的风

格趋向于灵秀典雅，剪纸风格富丽堂皇、美轮美矢，手法娴熟，秀丽工整。

河西地区地处甘肃西部，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历史上这里曾是游牧民族居住

的地区，这里的传统剪纸主要是窗花、壁花和衣饰刺绣花样，风格纯朴大方，富

有装饰意味。

三、甘肃民间剪纸的构图形式

1 平面性构图

由于剪纸的材料和工具的特殊性， 1吏剪纸不能像绘画那样用色彩、明暗、透

视关系来表现复杂的物象或场景。所以，剪纸不善于表现多层次的复杂的画面内

容、光影效果以及物象的休积、深度和起伏。由于受材料和工具的限制，使得民

间剪纸构图的基本元素是由具有装饰性的点、线、面构成，形成了剪纸艺术构图

单纯、线条流畅、艺术简洁、富于装饰性的特点。

剪纸最初的创造者都是普通群众，多以底层的劳动人民为主，是他们农闲、

节日里娱乐时的泊遣。由于他们没有专业的美术功底、没有专业的审美意识，全

凭对生活、对事物的认识进行创作，所以剪纸的表现方法非常局限、简单。因此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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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主祥卧ì7./<:

图 1-5 孝顺图

图 1-6 陇东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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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多的构图变化， 在构图上采用平面性的

构图方式 ， 把所要剪制的物象、内容 ， 由现实

生活中生动鲜活的三维立体形象转变为纸上静

止的二维平面形象，然后将物象呈现在画面上。

甘肃民间剪纸基本不受自然物象常规特征的限

制与束缚 ， 不以物象的外表特才由故简单的模拟，

而是将所有的立休或者平面的物象展现在二维

平面 ， 采用平面的视角去看待大千世界的各种

不同形态的物象，从而使得剪纸表现出平面化

特征，也就是说将任何形象的塑造都共存于一

个特定的可视平面内，将立体动态的事物放在

同一平面上，打破了常规的客观法则和空间的

限制，用平面化去表现多维化空间的事物 ， 1吏

剪纸艺术成为没有休积、没有空间、没有透视

关系、没有比例限制的艺术形式，创作者全凭

个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经验随意大胆地创造作

品。 如图 1-4 ~王祥卧冰); 0 

2 完整性构图

甘肃民间剪纸构图讲究完整性，与中国传

统圆满的审美观念和求全的心理相符。在剪纸

构图中 ， 要求刻画的形象必须完整，比如剪制

一人不能缺胳膊少腿， 剪制一栋房子 ， 有时连

同室内的家具也会表现出来。 传统的欣赏习惯

与审美思想要求剪纸作品的构图要完整。 运用

平面化变形方式将所表达的物象全部呈现在一

个画面上，达到了追求造型饱满、完整的效果。

这种完整性的构图方式增强了剪纸的全面性、

立体性和主观性， 丰富了画面内容 。 在甘肃民

间剪纸中由于受到完整性构图的影响， 在剪纸

作品中要求被剪物象之间互不遮挡、互不重叠，

主休物和背景物必须出现在同一平面上，这样

既能清楚地看到主休物，也能宪整地看到背景

物 ， 将所要表现的物象全部完整地呈现在一幅

画面上。 这种构图方法完整、圆满， 具有较强

的装饰风格。 如图 1-5 ~孝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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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扶桑树 图 1-8 佛于云子

3. 组合性构图

甘肃民间美术组合式构图就是将各种互相独立、互不交叉的素材，通过重新

创造组合，合理地安排在同一个平面中。打破常规，将不合理的构图合理安排在

同一画面中，形成多种夕|、形的构图。组合性构图中把不相干的线条、纹样、图案

组合在一起，为了造型的美观、构图的完整，将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且互不联系

的不同景物进行排列组合，然后表现在同一幅画面上，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

的自然景物在剪纸艺术中合理起来，充分休现了创造者匠心独运的审美观念。如

图 1-6 ~陇东年俗~ 0 

甘肃民间剪纸的构图形式完全摒弃了西方美术"焦点"透视的绘画概念，和

中国画一样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不按照常规的比例、休积、时间、空间的

限制，只运用形象的主次、均衡、对称的构图方式规划统一画面，彻底离开了自

然景物的常规特定位置，按照作者主观意象进行作品形象与构成的设计，发挥其

自由创作的才能。

4. 适合性构图

适合性构图就是将表现对象的形休与外轮廓相吻合。因为剪纸的材料与功能

和其他民间艺术的材料不同，剪纸的材料多数都是纸质品，具有较强的可塑性特

点，利用纸的柔软的性质，将剪纸对折，根据纸张的形态不同，有圆有方，有长

有短，就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造型，如均衡构图、独立构图、对称构图、同心放

射构图等等。如图 1-7 ~扶桑树~ ，如图 1-8 ~佛手·云子~ 0 

四\甘肃民间剪纸的题材

甘肃剪纸的题材范围非常广泛，从现实生活中的花草树木、家畜野兽，到心

灵世界的人神鬼怪，凡人们能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成为剪纸表现的内容。

这些题材承载着当地老百姓朴素的审美理想和生活观念，与平原地区以戏剧人物

为主要题材的剪纸相比，二者在选材内容上明显不同，后者更多显示山正统经典

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前者则闪耀着原始神秘的光辉，包含着古老的文化意蕴。

1 动物题材

我国造型艺术的历史非常久远，而且创作活动一开始时就是以动物为主要题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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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从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 "双头凤"到仰韶文化的庸、鱼、蛙、

鸟和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 ; 从殷商时代的兽面纹、要龙纹 ， 到秦汉、唐宋时的

画像石 ( 砖 )、石雕等 ， 均创造出了动物艺术造型的辉煌。 在几千年的民族文化

发展过程中，民间剪纸始终融汇在民族Z术长河中，而甘肃民间剪纸中的动物造

型则传承了具有原始文化信息的艺术图式。

分析甘肃剪纸中的动物纹样就会发现，这些纹样传承了人类生殖繁衍、生命

延续这个千古不变的主题。鱼、蛙、鸟、唐是仰韶文化中的四大动物纹样，根据

专家研究结果表明 ， 原始彩陶中的动物形象不是普通劳动生活的再现 ， 而是表现

出一种人类观念 ， 反映出原始人类的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 鱼、虫圭、鸟、唐四大

动物是原始生殖崇拜的重要符号，是向生命之神祈祷灵魂不死、生命永存末日子孙

繁衍的巫术表象。 在今天的甘肃民间剪纸中，鱼、蛙、鸟、唐仍是剪纸作品的主

题纹样， 广泛用于婚嫁的喜花之中，其寓意都和生殖繁衍有关。

在动物题材的剪纸纹样中 ， 虎、狮、猴、鱼、鸡、兔、蛇、 老E豆 、 鹿、龙、凤、

臣民麟是最常见的， 当地的老百姓赋予了这些动物形象特殊的寓意和功能。例如，狮、

虎能镇宅辟邪，是孩子的保护神; 鸡、兔、蛇、老鼠、鱼等， 日俞男、 日俞女或喻子 ;

龙、凤、居其麟是神异样瑞之物。 除此之外，花鸟虫鱼几乎也是所有的农村妇女最

喜欢创作的题材。 图 1-9 ~龙 J; ， 图 1-10 ~棋麟 J; ， 图 1-11 ~狮子 J; ， 图 1-12

《鱼(烟眼 ) J; ， 图 1-13 ~自(烟眼 ) J; ， 图 1-14 ~蛙(烟眼 ) J; 。

2 植物题材

花卉植物也是民间剪纸艺人喜欢的东西。 用形象优美、色彩绚丽的花卉来装

饰自己和美化环境 ， 已成为农村妇女的天性。 民间剪纸艺人常常把各种花卉经过

加工提炼、变形 ， 或剪成一幅单独纹样 ， 或组织成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图案 ; 或

者添枝加叶、连缀组合 ， 剪成一件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幅大作。 有时为了使作品更

有生机，再在花的不同位置，根据构图的需要，添上一些小鸟和昆虫，使整个作

品静中有动，寓动于静，含蓄隐约地休现着生命的活力和潜在的力量，也反映了

民间艺术家对生活的热爱和美丽恬静的心灵。

甘肃剪纸常见的植物主要有莲、牡丹、佛手、石榴、南瓜等 ， 多寓意生殖繁

衍末日吉祥富贵。 如 : 石榴、南瓜喻多子，莲喻女，牡丹、 佛手喻富贵，如果几种

植物组合在一起， 贝U寓意更加丰富。 另外， 生命树和扶桑树均是传说中的神树，

据说生命树源于古代萨满教，是萨满巫师沟通天地时所用的工具。 所以，生命树

也是民间老百姓喜欢的剪纸题材。因 1-15 ~牡丹 J; ， 图 1-16 ~荷花 J; ， 图 1-17

《白菜》。

3 器物题材

从事甘肃民间剪纸的艺人们以朴素真挚的感情对待生活，他们既生活在理想

与神话的世界之中，同时又实实在在地扎根于现实生活之内 。 他们对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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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鱼(烟眼)

图 1-9 龙

图 1-13 鹿(烟眼)

图 1-10 版麟

图 1-11 狮子
图 1-14 蛙(烟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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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牡丹

院ii饲|
际安划|
隘到如g，

图 1-18 盖碗

图 1-16 荷花 图 1-17 白菜

图 1-19 壶 图 1-20 葫芦

的饮食器具无不寄予美好的希望与感情，他们在使用这些器具的过程中，又不断

地赞扬它们和表现它们。几乎在全省各地的民间剪纸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诸如瓷碗、

茶壶、茶杯、花瓶、酒具之类的饮食器具。其中相碗和茶壶是特有的题材，这与

甘肃民间剪纸的生殖崇拜主题的表达有关。图 1-18 ~盖碗 p ，图 1-19 ~壶》。

葫芦在甘肃农村是重要的日常生活器具，如果将其沿竖轴线分割成两半，可

以制作成用来自水、取米、白面的工具。在民间剪纸中葫芦造型神奇有趣，有很

多变休，极富创意，其寓意可表示两性相合，也可以表示多子等生殖生命的观念。

图 1-20 ~葫芦》。

4 戏剧和社火题材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甘肃农村的文化生活极其单词。当时最能激起人们

兴趣，井有益于提高人们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活动，唯有地方戏剧和

社火。

在一年的农闲空挡和重要的节日，甘肃农村都有举行各种庙会和名目繁多的交

流会的习惯，人们聘请有名的戏班或自乐班设台唱戏。特别是每年的春节，农民

们在经过了一年的辛勤劳作后，为了庆祝当年的丰收和迎接第二年新生活的开始，

各个村庄都要请戏班到村镇画出。同时，从大年初一开始到正月十五，各地都要

组织大规模的社火表演。这些欢快的活动给生活单调的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

象。对于农村的剪纸艺人来说，戏剧、社火中那些最动人的'1宵节和最完美的形象，

则是民间剪纸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和创作的永恒主题，他们用手中的剪刀刻画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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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中演员的服饰、头饰以及各种人物，表达剪纸艺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长期以来，作为民间装饰艺术的甘肃剪纸，在表现

戏曲题材时，也联系着民间的欣赏习惯和生活风俗，

并在内容上多取材于当地民众最为喜闻乐见的秦腔戏

曲和启户戏曲的剧曰，从而形成了戏曲剪纸强烈的地

方特色。

甘肃民间剪纸艺人对市典戏剧题材的摄取，以其社

会功利性较强和与妇女命运结合比较紧密的题材为主，

但也不排除公案戏、神鬼戏及其他的题材。女口剪纸作品

《三娘教子} (图 1-21) ，表现了市代妇女望子成龙的

意愿和教育子女的方法，同时也表现了三娘王春娥坚守

封建节义的思想品德。在表现方法上，一种是把全剧的

重要内容和情节用连环同或组目的形式，处理成连续性

的多幅场景，从丈夫外出，大娘、工娘改嫁，养子逃学，

三娘断机教子，父子相i人到双官告捷等皆大欢喜场面的

描述，表现了全剧的主题和故事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环节;

另一种是用独幅目的形式，抓住剧本的重要矛盾和中心

思想，只选取"断机教子"一个场面，以简明洗练的手法，

休现了剧作的主题，可i谓冒 "F市言简意贝眩交

(作乍的高级境界O 这类作品常见的还有《苏武牧羊} {材桃k 
花扇} {单刀会} {吴天塔} {群英会》等等O 公案戏

《苏三起角解丰} (图 1 一→22川)、 《李彦贵卖水} (图 1-23 )、

《游龟山} (图 1-24 )、《秦香莲》等进入剪纸作品，

则表现了剪纸艺人对贪赃枉法、见异思迁、背信弃义之

人的憎恶及希望摆脱官僚酷吏压迫的情怀。《白蛇传}{西

厢记} {玉替记} {天仙自己》等爱情戏剧进入剪纸作品，

纯粹是农村妇女长期以来在人身和感情上遭受压迫的一

种潜意识的反抗和对自身的怜↑闵，以及对爱情、婚姻自

由的一种追求。总之，戏剧题材的作品，在甘肃民间剪

纸中是格调较高的一类，也是民间剪纸艺术创作进入高

级阶段的产物。

以社火为题材的剪纸内容多以跑早船、走马灯、舞

狮子、舞龙灯等为主，特别是表现旱船层层叠叠的装

饰和翩翩起舞的坐船(早船)、乘马(马灯)之妙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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